
3月25日，2025年第一期“人大
代表议事厅”聚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守住兜牢民生底线，围绕群众关心的

“社会保险、女性生育、就业安全、养老
政策”等话题开展议事解答，各项惠民
举措共同织密民生“保障网”。

今年，我市总参保人数预计将达
到520万，“全民社保”的当下，仍有
一些农民、自由职业者还没被纳入社
保体系。“那么，如何进一步破除参保

‘盲区’，让社保更精准地覆盖到每一
个劳动者？”市人大代表卢勇其首先
发出提问。

“我市将深化‘数据找人’工作机
制，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精准识别未
参保人员，主动提供参保服务，进一步
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市委
副秘书长、市人社局局长张映雪回答
道。目前，无锡已建成覆盖市、县、
镇、村四级的服务网络，截至2024年
底，市区、江阴、宜兴的参保人数分别
达到了 305.37 万、117.86 万、94.17
万，全市参保规模持续扩大。

农村和城镇非就业群体，如在
社保缴费困难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呢？这是人大代表周燕一直关心的
问题。对此，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缪

燕青表示，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共有五个档次，这类群体可自主缴
纳，政府不仅给予困难群众缴费补
贴，还鼓励“多缴多补”，对于 1000
元以上的缴费档次，给予最高 350
元的缴费补贴，以此提高养老金待
遇水平。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职业安
全问题，也受到人大代表包一林的
关注。市社保中心主任荣怡介绍，我
市对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七个
平台企业总体做到应保尽保，一旦发
生事故，劳动者只需在平台上“一键
报案”，由工作人员全程开展指导服
务，完成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和
待遇支付等事项。试点以来，全市已
有3400多人次申领了职业伤害保障
待遇。

周华宝代表认为，建筑工人安全
不仅是行业的问题，更是城市治理能
力的体现。对此，市住建局四级调研
员祁林表示，近三年来，无锡市区平
均每年新参保登记的工程建设项目
超300余个，参保建筑工地务工人员
接近4万人，目前，新开工项目工伤保
险参保率保持100%。

生育保险在参保人数上相对较
“小”，但这个“小险种”却正努力发挥
“大作为”。面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无
锡女职工生育保障的问题，市医保局
副局长徐叶带来了医保生育支持政
策“大礼包”。

“当前，辅助生殖和无痛分娩、
无创基因检测已纳入医保，无创产
前基因检测费用由此前每人份
1200 元 降 低 至 560 元 ，降 幅 超
53%。生育保险产前检查保障额度
提升至1500元，一次性生育营养费
提高到2794元，同时扩大生育保障
人群范围，将未婚生育女职工纳入
生育待遇保障，切实为宝妈们减轻生
育负担。”徐叶说。

随着女性群体灵活就业队伍日
益壮大，我市还为保障女性灵活就
业作出了一些创新措施。市妇联为
育儿妇女设立了“妈妈岗”，鼓励用人
单位为抚养12周岁以下儿童的女性
提供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岗位。今
年3月，在专场招聘会上就有32名宝
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021 年以
来，市妇联发挥“锡惠嫂”品牌，培训
学员1286人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891人。

在无锡市梁溪区，陈老伯因脑
梗导致右侧偏瘫，2020年 7月经评
估后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目前，
护理记录显示，已经过54个月1137
次上门服务。

当前，长护险已成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难题的
重要举措，我市长护险参保对象也已
覆盖了大范围内所有基本医保参保
人。议事厅里，华路雄、强晓华等多
位人大代表对养老保障的话题十分
感兴趣，“家庭病房”成为大家谈论的
热点。

“基层医疗机构在确保医疗安全
的前提下，可以为患者提供上门护
理、诊疗、检查、康复训练、健康指导
等服务。”市卫健委副主任卢军英表
示，“家庭病房”让患者在家“住院”，
照样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家庭病床
建床期间，参保人员发生的医疗费用
不设起付标准，不计住院次数，按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住院标准享受
医保待遇。截至2024年底，我市已
累计建立家庭病床2447张，累计服
务中、重度失能患者2316人次，医保
支付比例达95%。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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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晚报记者 潘凡）近
日，2024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含落实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公布。自
2020年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开展以来，无锡市连续五年
位列设区市综合排名第一等次。
2024年度，锡山区、惠山区被评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争先进位县，江
阴市、宜兴市亮点工作入选创新案
例。

近年来，我市大力开展整区域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试点和耕
地保护“三提两严”行动，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良种、良机、
良法深度融合。去年，全市粮食播
种面积124.2万亩、产量56.8万吨，
均为 2020 年以来最高；净增耕地
1.4 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11.6 万
亩，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为苏南最
多。建设市属“菜篮子”工程绿色蔬
菜保供基地1.2万亩，蔬菜及食用菌
产量同比增长1.6%。地方国有粮食
现代型仓储设施覆盖率更是实现
100%，牢牢端稳了“饭碗”。

一批国家级、市级、镇级、村级
农业产业园的相继建成，让农业发
展踏上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
科技化的快车道。宜兴现代农业产

业园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立项名单，锡山区羊尖镇也跻身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行列。

品牌农业绽放新姿，新增2个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6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全省首
批全域推进渔业现代化建设试点扎
实开展，完成池塘标准化改造6.65
万亩。“太湖三白”“河荡三青”“长江
三鲜”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中心
推进建设中，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动能。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短板持续补齐，
乡村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去年，无
锡发布全国首部和美乡村地方性法
规，为乡村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宜
南“茶乡竹海山水画廊”、锡东“稻香
吴韵”、惠山江南桃花源等3个片区
入选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建
设培育名单；全市新增83个省级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8个省级传统村
落。

去年以来，我市创新开展“百村
提优、百村帮促”行动，推动市县两
级部门单位、国企与村集体协同盘
活存量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去年
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7078元、较上年增长5.5%，城乡居

民收入比降至1.70、保持苏南最优，
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农业农村改革持续深化，蹄疾
步稳。锡山区东港镇湖塘桥社区入
选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省级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有序推进，全市已有84
幅地块（238公顷）入市，出让收入达
10.8亿元。统筹推进区域性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加快构建便
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4月2日，采茶工在雪浪街道一处茶园采摘明前茶。清明将至，我市
多地抢抓农时采摘、加工明前茶，以供应市场。 （还月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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